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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护理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康复期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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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康复期患者护理中应用叙事护理方式所起到的护理效果。方法 随
机选取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4 月本院收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45 例，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康复期患者

使用叙事护理方式前后疾病恢复情况。结果 创伤后应激障碍康复期患者使用叙事护理方式之后患者心理状

况评分优于使用前，且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也高于叙事护理方式使用前（P＜0.05）。结论 在创伤后应激障碍

康复期患者护理中应用叙事护理方式能够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展开有针对性的护理，以此能够从患者多种

不良情绪缓解中提升疾病康复效果和患者自身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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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nursing effect of narrative nurs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atients. Methods 45 patients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April 2022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study the recover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using narrative nursing. Results After the use of narrative nurs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period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score of patients was better than before,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was also higher than before the use of narrative nursing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atients in the rehabilitation period 
can carry out targeted nursing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atients, so as to improve the rehabilitation effect 
and patients' own quality of life from the relief of a variety of advers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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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全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和危险性，

所以大部分的患者在安全事故影响下出现身体创伤

后都会产生害怕的情绪，这些情绪的影响下患者也

会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心理。这种经历具有较大

威胁性和灾难性的应激事件后而引起的长时间精神

障碍就是创伤性应激障碍。由于患者的心理状况和

多种情绪对其疾病恢复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

为了实现患者疾病的有效治疗，就要从合理有效的

护理工作中来让患者保持情绪的稳定。叙事护理方

式应用中能够以患者为中心，也能从有效沟通交流

中疏导患者自身存在的多种不良情绪，以此不但能

从患者护理配合度提升中保障护理质量，也能让患

者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进而以积极的状态投入

治疗。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随机选取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4 月

在本院收治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45 例，其中有男性

患者 22 例，女性患者 23 例，患者年龄 20~5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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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47.4±2.3）岁。45 例患者经过检查均符

合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标准，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

意书，且并没有精神方面的重大疾病，年龄、性别、

疾病类型等基本资料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本次研究有意义。 
1.2 方法 
（1）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护理工作实施难度

大，所以为了保障护理质量首先应该成立叙事护理

干预小组。该小组中的成员主要由资质医师、护士

长、护理人员以及心理康复治疗师等人员组成，其

中的资质医师主要是负责患者疾病诊断、治疗等工

作，护士长主要工作是对护理人员展开监督，从监

督中保障护理质量，护理人员主要是根据患者实际

情况来制定针对性和科学性的叙事护理方案。由于

不同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情况不同，所以不但要

应用不同的叙事护理方案，也要保障叙事内容具有

引导性、外化性和科学性。护理人员不但要具备过

硬的理论知识和操作能力，也要具有丰富的工作经

验，以此才能在意外情况出现时给予患者有效的治

疗。小组成立完成之后要对该小组中的成员进行知

识培训，从培训中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能力[1]。 
（2）大部分患者恐惧心理以及紧张心理产生的

主要原因主要是对医院环境不熟悉和对治疗方式不

了解。针对这种情况，叙事护理方式应用中护理人

员应该主动的对患者介绍病房以及医院的环境和设

施，并通过图片讲解或者视频播放的方式让患者了

解疾病治疗的方式和有关内容，以此能够从患者治

疗认知性提升中提高其配合度。当护理工作能够得

到有效、及时实施时就能从护理质量保障中提升患

者生活质量。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康复期的护理工

作重点是心理护理，如果患者的不良情绪得不到缓

解，不但不能保障护理工作的有效实施，也无法提

升患者疾病康复效率。针对这种情况，护理人员首

先应该从沟通交流中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可以引

导患者说出自己内心的疑问，患者诉说过程中护理

人员应该耐心的倾听，之后再给予有针对性的解答。

由于不同的患者心理问题不同，基于此，为了有效

疏导患者这些不良情绪，护理人员应该站在患者的

角度来分析问题，并给予患者正向的引导，这样不

但能够实现患者多种不良情绪的有效消除，也能增

强患者对疾病治疗的信心。除此之外，每隔一段时

间叙事护理小组都要将患者存在的多种心理问题进

行分析，并从分析中总结出患者心理问题的侧重点，

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的了解患者心理情况，也能给予

患者有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并从有效护理中帮助患

者从新的角度来看待多种问题[2]。 
（3）一些患者不良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认为

自身经历具有较大的痛苦性，所产生的问题也不能

通过有效方式进行解决。针对这种情况，护理人员

可以适时诱导患者回忆相似经历，并帮助寻找解决

问题的体验。例如可以向患者播放有关的微电影，

患者在电影观看完成之后会发现电影中主角的经历

与自身有着较大的相似性，但主角在自己的努力下

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这样能够实现患者心理问题

的自我调节，也能增强他们抵御心理问题的免疫力

和复原力。 
（4）为了让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始终保持开心、

愉悦的心情，护理人员也可以定期组织患者展开一

次集体活动。活动中可以组织患者一起观看具有治

愈性的小短片，也可以让患者展开手工制作。这种

集体活动具有的互动性强、感染力大的特点，所以

能够让患者在与病友的交流中实现自身快乐心理的

提升，也能够达到重建自我的成效[3]。 
1.3 观察指标 
（1）以叙事护理方式应用前后患者焦虑状况为

观察指标，研究指标有非常焦虑、一般焦虑、不焦

虑几种。 
（2）以叙事护理方式应用前后患者护理满意率

为观察指标，研究指标有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

满意，其中非常满意+一般满意=满意率，满意率越

高说明护理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 SPSS22.0 作为统计学处理

工具，实验中有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两种，其中的

计数资料以例数（n）和百分数（%）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
检验，如果最后数据“P＜0.05”则表示为实验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叙事护理方式应用前后患者焦虑状况对比 
应用叙事护理方式之前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焦

虑人数占比 82.22%，叙事护理方式应用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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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应用后的焦虑人数明显低于应用前（P＜
0.05），详情见表 1。 

2.2 叙事护理方式应用前后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 

叙事护理方式应用前患者护理满意率为

75.55%，应用后的满意率为 93.33%，应用后满意率

明显高于应用前（P＜0.05），详情见表 2。 
表 1 叙事护理方式应用前后患者焦虑状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焦虑 一般焦虑 不焦虑 焦虑人数占比 

应用前 45 25 12 8 82.22% 

应用后 45 10 13 22 51.11% 

χ2 值     11.245 

P 值     ＜0.05 

表 2 叙事护理方式应用前后患者护理满意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应用前 45 14 20 11 75.55% 

应用后 45 19 23 3 93.33% 

χ2 值     11.942 

P 值     ＜0.05 

 
3 讨论 
患者的心理状况对其疾病治疗效果有着直接影

响，所以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康复期护理中应该

做好患者不良情绪的有效消除。以往常规护理方式

应用中，只是针对患者实际情况展开的疾病护理，

忽略了心理护理工作的实施。而叙事护理方式的应

用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水平，也能提升患者护理

满意度。焦虑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常见的心理问

题，心理护理工作的实施能够引导患者说出自己内

心存在的问题，护理人员也能站在患者的角度来分

析问题并解答患者的疑问，以此不但能引起患者心

理共鸣，也能成为有效交流中拉近护患关系，并能

使患者在护理过程中主动地接受心理疏导。当心理

疏导工作能够得到有效实施时，就能从患者多种情

绪消除中促进他们回归家庭和社会。其次，患者存

在的焦虑、抑郁、烦闷等不良情绪在长时间影响下

会降低患者治疗积极性和生活幸福感。针对这种情

况，叙事护理方式应用中护理人员能根据患者病情

来制定个性化的护理，也能向患者播放有关的情景

纪录片，以此让患者从多种方式中提升生活的自信

心，当患者能够积极主动的接受多种治疗时就能从

护理质量保障中实现疾病的有效恢复[4]。 

综上所述，叙事护理方式应用在创伤后应激障

碍患者康复期护理中能改善患者焦虑心理，也能从

护理质量保障中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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